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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何谓现代法治？
我们为何需要现代法治？
如何在中国建构现代法治？
在中国社会结构一个多世纪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从来不缺乏各种质疑和批判。
但是，随着这一转型的不断展开，历史本身提出了大规模现代社会的治理问题，并把本土资源、传统
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论调，远远地抛在身后。
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对法治的既有理解所带有的偏颇之处也暴露出来。
法治建设的困局实质是基本概念的危机。
为此，理论上的急务，就是要澄清西方法治的内涵，诊断当代中国法的现实。
这就需要一套适合观察这种大规模现代社会的理论话语。
本书就是引介这种理论范式转化的一次努力。
作者受到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的启发，批判性地探讨了法治中国如何可能这一时代问题。
或许也可以说，这是一次将社会系统理论中国化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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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当代中国的变法与法治　　一、导言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分别分析了中国面对现
代西方法治时形成的第一经验及其在当代中国法治建构中所形成的历史后果。
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视野来看，对待西方现代法治的这种经验和态度，并非中国独有——
西欧人在经历现代性的过程中，也曾经产生了对现代法治类似的理解过程，并且因此催生了大量的理
论探讨，甚至是文学性的描述。
就中国问题的语境而言，此一经验的坚韧性和复杂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这种经验与另
外一种思潮的对抗性——也就是说，这种理解和观察西方现代法治的经验，被中国的法学研究者不断
地强化与阐释，以之对抗清末以来的法律移植运动和以建立现代西方法治为目标的法律现代性事业。
我们已经在第二章指出，文化多元论的错误在于，通过对第一层次的法律移植效果的指责，否定第二
层次法律移植运动的意义。
然而问题并没有因为两个层次的区分而自动消失。
因此，要彻底化解司法／调解问题的纠葛不清与迷失方向，仅仅就裁判论裁判，甚至仅仅从司法机制
的特性角度揭示出法律移植的两个层次，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更加根本与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与评价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法治体系的建构问题，而要
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又需要对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有一种整体性的理解与分析。
这种整体性的分析，必须对我们在第二章开头所指出的现象进行阐释和理解，即如何观察和理解当代
中国成文法大量失效这个现实及其意义。
　　在这一章，我们将结合中国近代法治转型的历史，分别从理论的层面和经验的层面，对这个问题
进行尝试性的分析与理解。
就基本理论的层面而言，这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与评价现代法治的功能问题，就经验层面
而言，则是如何理解和看待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的问题。
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就是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法治转型问题。
　　二、清末法律改革以来的变法与法治　　我们说通过调解来理解现代西方司法机制，乃是中国人
面对现代西方司法的第一经验。
这首先是从普通中国人的角度来讲的，法律社会学与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揭示了这一点。
但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国的统治阶级接触和理解现代西方法治的时间，则要比这早得多，也曲折丰富
得多。
细致回顾历史，便可以发现，中国人与西方殖民者的接触与较量，除了军事与商业之外，司法也是其
中的重头戏。
中国政府与西方殖民者围绕司法问题所展开的较量，与围绕通商问题的较量一样，背后蕴藏着深厚的
文化因素，更是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与生活经验的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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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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